
—１３—

ＤＯＩ在精品科技期刊
全文数据库中的应用

姚长青 １ 乔晓东 １ 赵蕴华 ２ 王子祥 １ 孙 建 １

（１．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２．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第一作者简介：姚长青（１９７４－ ），男，安徽巢湖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科技管理与技术支持。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精品科技期刊服务与保障系统”（２００５ＤＫＡ４３５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１５日。

摘 要：本文介绍了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构建中实施ＤＯＩ的策略和具体过程，基于 ＤＯＩ技术构建精品科技期刊全

文数据库平台的开放式知识链接模式，以及在ＤＯＩ注册、解析机制基础上实现的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的 ＤＯＩ注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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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遴选了我国优

秀科技期刊 ３００种，是一个收录其创刊以来所有
文章的全文数据库服务平台，采用了 ＤＯＩ技术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技术）实现精品科技期刊

论文的 ＤＯＩ注册、解析、引文链接、图表链接等深
度服务功能。ＤＯＩ技术针对传统出版行业 ＩＳＢＮ、

ＩＳＳＮ标识以及 ＵＲＬ标识的局限性，力图通过唯
一标识符、元数据和应用系统的结合，提供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环境下信息传递过程中知识产权管理及信息
资源电子商务等的解决方案 犤１犦。目前，国外大型

数字文献生产商大多使用 ＤＯＩ对数字资源进行
标识，包括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等众多知名厂商，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命名、

申请、注册、变更等管理机制，唯一标识符的解析

系统发展也比较成熟 犤２犦。在此基础上，一些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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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 ＤＯＩ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集成服务模式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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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相继推出与 ＤＯＩ相关的增值服务 犤３犦，例如结

合 Ｇｏｏｇｌｅ与 ＤＯＩ的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Ｓｅａｒｃｈ项 目 、
“ＳＩＭＰＬＥＴＥＸＴＱＵＥＲＹ”的ＤＯＩ反查服务等。在精
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采用 ＤＯＩ技术，既可以
有效地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也可以更好地引入

和挖掘国际科技信息资源。

２ 实施策略

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使用 ＤＯＩ标识需
要遵循 ＩＤＦ制定的 ＤＯＩ注册、申请等相关机制和
政策 犤４犦。考虑 ＤＯＩ注册的几种模式的利弊 犤５犦，应

建立精品科技期刊管理委员会，以会员的身份向

ＲＡ（中文 ＤＯＩ注册代理机构）注册、标识精品科
技期刊文献数据。建立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是国家的公益行为，具体的实施过程是：

（１）申请。以精品科技期刊项目组作为申请
者，向 ＤＯＩ中国注册机构申请注册精品科技期刊
全文数据库。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申请了一

个统一的前缀 ３３２１。
（２）注册唯一标识符。精品科技期刊的每一

篇文章采用唯一的标识符，具体规范如下：

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牶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ｙｙｙｙｎｎｚｚｚ
其中，在后缀中，ｊ：信息资源期刊类别

ｉｓｓｎ牶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ＩＳＳＮ号
ｙｙｙｙ：年
ｎｎ：期
ｚｚｚ：论文流水号

（３）元数据。精品科技期刊项目组依照 ＤＯＩ
的 Ｓｃｈｅｍａ准备 ＸＭＬ批处理文件，并向 ＤＯＩ中国
注册机构注册精品科技期刊每一篇论文的元数

据信息。

（４）查询与解析。由中文 ＤＯＩ注册代理机构
提供精品科技期刊文献的查询、解析服务。

３ 采用ＤＯＩ技术的集成服务

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采用 ＤＯＩ技术，一
方面是为精品科技期刊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

的唯一标识符，提高精品科技期刊的被引率，提高

精品科技期刊的揭示度，从而提高精品科技期刊

在国际上的影响度和显示度；另一方面是通过ＤＯＩ
系统实现 “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的动

态、开放的知识链接服务，整体提升精品科技期刊

的使用率，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ＤＯＩ技术为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用户
提供多元化服务奠定了基础。精品科技期刊全文

数据库平台通过查找 ＤＯＩ标识和元数据，并将
ＤＯＩ标识和元数据储存到本地服务系统，利用
ＤＯＩ的索引机制就可以将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
及其他事实型文献整合在一起；实现学术期刊、

会议录、技术报告等各种来源的、不同物理地址

的学术信息互链，直接指向其收藏的全文地址，

或者链接到国外相应的出版社、数据集成商和图

书馆，从而实现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的集成服

务模式。图 １为目前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平
台已完成的链接服务，随着中文 ＤＯＩ注册代理机
构业务的发展和壮大，必能实现包括科技文献和

科学数据在内的资源整合，从而实现精品科技期

刊全文数据库文献资源最大的覆盖范围。

４ 全文数据库平台的构建

ＤＳｐａｃｅ作为数字资源仓储系统建设的优秀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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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 ２１页）

图 ２ 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网络服务平台主页面

件开源平台，对ＤＯＩ有较为充分、长远的考虑和支
持。它采用了ＣＮＲＩＨａｎｄｌｅＳｙｓｔｅｍ对条目（Ｉｔｅｍ）、
专题（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以及主题（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等数字对象
和数字对象集合提供全球唯一的、稳定的标识，以

保证它们能够被正确地解析和定位 犤５犦。基于

ＤＳｐａｃｅ这个特性，我们以ＤＳｐａｃｅ系统为基础开发
了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服务系统，选用了

ＤＳｐａｃｅ１４１的 Ｌｉｎｕｘ版本在 Ｒｅｄｈａｔｌｉｎｕｘ服务
器上搭建了发布平台。在充分利用ＤＳｐａｃｅ本身的
功能特点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应用，包括

界面的本地化、构建知识组织体系，改进对检索和

浏览的支持，并基于Ａｊａｘ框架实现多种途径浏览
和导航功能等。图２为该系统的主页面。

基于 ＤＳｐａｃｅ平台构建的精品科技期刊全文
数据库平台实现了对精品科技期刊文献的 ＤＯＩ
解析、查询、链接等深度服务功能，实现动态的、

开放式的知识链接，整体提升精品科技期刊数字

资源的使用率，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４．１ ＤＯＩ的查询与解析

精品科技期刊项目向中文ＤＯＩ注册代理机构
申请精品科技期刊前缀，并为其 ３００种刊物的每
一篇论文注册了ＤＯＩ号，通过ＤＯＩ中国注册机构
的ＤＯＩ解析服务器（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ｏｉｃｎ／）提

供精品科技期刊数字资源的查询和解析。下面通

过 《兵工学报》上一篇文章的查询来说明查询解

析过程：

梁震涛，陈建军，张建国 天线结构动力特
性分析的未确知因子法 兵工学报，２００７，２８
（４），４４０－４４４．

可在ＤＯＩ中国注册机构的网站（ｈｔｔｐ牶∥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ｏｉｃｎ／）通过作者、题目等信息的组合查询
得到该文章的 ＤＯＩ号：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牶１０００－
１０９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１２

查询该文章的全文信息可以通过以下两种

方法直接链接：

（１）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ｏｉｃｎ／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牶
１０００－１０９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１２

（２）ｈｔｔｐ牶∥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牶１０００－１０９３
２００４０６０２１

随着与搜索门户合作

的开展，未来搜索门户将直

接提供ＤＯＩ搜索，进而链接
到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

库平台上的该篇文章。

４．２ 基于 ＤＯＩ引文
链接

通过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合
作，匹配相关信息，获取精

品科技期刊引文中英文文

献的 ＤＯＩ号，通过 ＤＯＩ解
析机制实现西文数字资源

的链接服务。

如：“天线结构动力特性分析的未确知因子

法”引文文献中有数篇英文文献，通过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匹配、查询获得了对应的 ＤＯＩ号：

ＺＨＡＯ Ｌｅｉ， ＣＨＥＮ ＱｉｕＮｅｕｍａｎ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ｎｄｏｍｅｘ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犤Ｊ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０，７７牗６牘牶
６５１－６５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４５－７９４９牗００牘０００１９－５

专题研究：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ＤＯＩ在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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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式，仅仅有各馆共同遵守的业务规则是不够

的，必须制定适合的西文套录编目数据处理细

则，以便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取得最大限度的一

致，避免各馆套录编目记录的不一致。此外，还应

根据本馆需要，制订适合自身情况的具体规定，

并保持编目的前后一致。西文编目是技术性、知

识性非常强的工作，对编目人员的外语水平要求

相当高。编目人员必须熟练掌握编目技术，这就

要求对编目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如 ＭＡＲＣ、ＬＣ
ＳＨ、ＡＡＣＲ２、分类法、主题词、规范工作和本馆情
况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编目人员的分析能力，从

而保证套录编目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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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的使用犤Ｊ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０６（５）：７２－７４．

犤８犦沈秀丽，白淑春 西文图书套录数据的处理分析犤Ｊ犦

现代情报，２００１（５）：３８－３９．

犤９犦张利红 利用网上免费数据进行西文图书编目犤Ｊ犦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６（４）：５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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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ＯＷ，ＣＨＥＮＪＪ，ＭＡＨＢ，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ｓ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ｕ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犤Ｊ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３，
８１牗１牘牶５３－６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４５－７９４９牗０２牘００３３１－０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ｒａｎｄｏｍｗｉｎ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犤Ｊ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１９９４牞５１牗６牘牶６８７－６９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４５－７９４９牗０５牘８０００７－０
通过 ＤＯＩ号直接解析链接到对应文章的信

息，使得研究人员无需再去查找文献，从传统的

“情报检索”转向“情报链接”。与使用文献的相关

信息作为关键词检索相比，基于 ＤＯＩ引文链接查
找所需文献更符合人的思维过程。

５ 结 语

当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众多，但在国际科

技界和期刊界有卓越影响和较高知名度的却很

少 犤６犦。因此，基于 ＤＯＩ技术为我国精品科技期刊
构建一个国际化的、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一方

面可以加快中文期刊数字资源在标准规范上的

国际化工作，推进精品科技期刊资源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为中外科技交流构建了一个畅通的渠

道，从而提高了我国期刊的国际知名度、论文的

国际利用率。精品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中

ＤＯＩ技术的利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要真
正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知识链接服务平

台，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如对基于 ＤＯＩ
链接的集成服务模式的完善、引文 ＤＯＩ链接的多
重解析模式的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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